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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6 周

年，9月18日是日军发动侵华战

争的“9·18”事变警示教育日。

为牢记历史、铭记中国人民反抗

侵略的艰苦卓绝斗争，增强全社

会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

保证防空警报设施处于良好的

工作状态，根据《人防法》《延边

州人防条例》有关精神，定于 9

月 18 日上午 9 时 18 分至 9 时 28

分，在全市范围内防空警报试

鸣。

警报信号分别为：预先警

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

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遍；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

望广大市民听到防空警报

信号时，不要惊慌，要认真听辨

各种警报信号，并保持正常的生

产生活和工作秩序。

特此公告。

珲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1年9月10日

经珲春市人民政府批准，珲

春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

出让 HG2021-26 号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

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地块位置：位于珲春边

境经济合作区 6 号小区；地号：

222404050006GB00024W0000000

0；出让面积：54161.6 平方米；容

积率：≥0.7；建筑密度：≥40%；用

途：工业用地；出让年限：50年；挂

牌起始价：1435.2824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交纳

竞买保证金 700 万元，到珲春市

自然资源局向我局提出书面申

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地点为珲春市自然资源

局；地块挂牌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8 日 9 时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

16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

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

人。

（二）有意竞买者请到珲春市

自然资源局索取详细资料。

我局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珲春市龙源东街

1066号政务大楼11层

联系电话：0433-7512786

联系人：孙先生 朱女士

珲春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9月14日

9 月 19 日 18:00 金夏超市将

举办 4 周年店庆抽奖活动，请各

位顾客凭手中抽奖券准时参加

活动，未到达现场视为放弃抽奖

(原定两次抽奖活动合并为一次

举办，奖品明细：一等奖 65寸电

视2名 二等奖品牌空调4名 三

等奖品牌空调扇 6 名 四等奖品

牌豆油1箱16名 五等奖：饮料1

箱20名)

一、二、三等奖奖品在现场

抽取，未到达现场视为放弃。

四、五等奖中奖结果将在

超市客服台进行公示，10月10日

前，中奖顾客凭抽奖券到客服台

领奖，逾期作废。

金夏生活超市
2021年9月13日

为规范我市交通秩序,降低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于以下点位

增设电子警察抓拍设备:

东关路与河南街交汇处、东

关路与龙源街交汇处、东关路与

珲春街交汇处、东关路与渤海大

街交汇处、东关路与育林街交汇

处、渤海大街与迎宾路交汇处、

302 国道英安镇政府路口、马川

子乡河南村路口。

育才胡同北端限时单行抓

拍调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6:30-8:30,下午3:30-5:30,以

上时段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

行驶。

以上电子警察抓拍设备于

2021年9月19日正式启用,

望广大驾驶员周知。

珲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9月14日

珲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9月18日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

通 告

金夏生活超市举办抽奖活动公示

珲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珲自然告字[2021]26号

“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

四时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不久将在美丽的春城昆明拉开帷

幕。

目前，大会场馆搭建和设备调

试进入冲刺阶段，生物多样性展示

体验项目准备就绪，志愿者服务培

训正紧锣密鼓进行。漫步昆明街

头，COP15宣传标语和形象标识不

时映入眼帘，盛会将至的热烈氛围

扑面而来。

聚焦“生态文明：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野生动

物频繁“出圈”。

云南野象北巡，并在人工引导

下平安南归；“国宝”大熊猫受威胁

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微笑

天使”长江江豚频繁现身；在青藏

高原，藏羚羊数量大幅增加……这

些让人欣喜的消息，折射出我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扎实的成效。

近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正是由于我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得到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所以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确定在云南昆明召开。

此次大会主题为“生态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是联合

国环境公约缔约方大会首次将“生

态文明”作为大会主题，彰显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鲜明的世界意

义。“确定这一个主题就是要强调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体现了中

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遏制生物

多样性丧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信心和决心。”黄润秋说。

据介绍，大会将分两阶段举

行。第一阶段将于2021年10月11

日至 15 日举行，境外人员线上参

会，境内有关人员现场参会。主要

内容包括开幕式、领导人讲话、高

级别会议、一般性议程，发布“昆明

宣言”等文件，举行“生态文明论

坛”等配套活动和展览等。

第二阶段将于 2022 年上半年

线下举行，以方便各方广泛而深入

地磋商探讨，推动达成一个凝聚广

泛共识、既雄心勃勃又务实可行的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COP15 云南省筹备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云南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马永福说，第一阶段将举办

“生态文明论坛”等平行活动。云

南举办的“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合作”“极小种群物种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茶叶科学与健康”3 场边

会，将在第二阶段召开。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面临

的共同挑战。“减少对自然的直接

破坏和影响，让地球村每一位居民

认识到自己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应有的作为和努力，需要每个国

家、每个民族、每个居民携手行

动。”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

授段昌群说。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去

年到昆明考察筹备工作时表示，建

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中国所倡导的

美好愿景，也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

共同愿望。

全力筹备迎盛会

云南全力进行筹备工作，确保

举办一届圆满成功、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会。目前，室外展示项目、

会场建设、接待酒店等各项工作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马永福说，还要

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方案。

昆明迎接 COP15 的气氛日益

热烈。

绘 画 展 、短 视 频 征 集 ……

COP15 主题系列活动引人注目。

“画里有鲸鱼、章鱼等海洋动物，寓

意大家要和谐相处。”昆明市红旗

小学的一名学生谈及自己参加保

护生物多样性主题绘画比赛的作

品时说，一定要保护好地球上的生

物，这样地球家园才会更加美丽和

谐。

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工

作人员正在搭建会场和新闻中

心。施工人员均已接种两剂新冠

肺炎疫苗，每天进场还要测体温、

戴口罩。会场相关设备将使用可

重复利用的材料，会场不进行油漆

粉刷、喷涂，也不铺设地毯。

“绿色、安全、智慧、节俭”是办

会的理念，特别是绿色办会将成为

一大亮点：通过实施“碳中和”行

动，开展绿色城市建设，实施绿色

交通、绿色住宿、绿色会场、绿色宣

传等系列减排行动，将可持续发展

理念贯彻到会议筹备、举办、收尾

全过程。

马永福说，会场将提供桶装饮

用水以及玻璃杯或陶瓷杯，鼓励与

会人员自带水杯，减少塑料矿泉水

瓶和一次性纸杯的使用；选用新能

源或清洁能源车辆，以及公共交通

和共享单车，为嘉宾和与会代表提

供交通服务；酒店房间不提供一次

性洗漱用具，鼓励自带洗漱用具，

“除具体减碳措施外，COP15 大会

还将通过新建碳汇林或购买碳配

额的形式，来抵消本次会议产生的

温室气体。”

许多外国代表、专家要在线上

参加第一阶段相关论坛、会议。为

保障线上会议顺利举行，昆明已将

会场通信线路拓展为2条10G通信

线路，已完成 1.2 万个 5G 基站建

设，实现了对大会场馆、接待酒店、

重点景区、交通枢纽等区域全覆

盖。

志 愿 者 招 募 工 作 也 基 本 就

绪。“大会志愿者主要来自云南 12

所高校，青年学生们报名十分踊

跃 ，已 确 定 候 选 人 500 多 人 。”

COP15 云南省筹备办志愿者工作

部副部长杨洲说。

“中国方案”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在主体温室里，分布着热带水

果区、水生区、雨林区、荒漠区，收

藏植物1800余种，展示了丰富奇妙

的热带水果和奇花异卉；在食虫植

物馆，奇异的食虫植物让人大开眼

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昆明植物园内的“扶荔宫”生物

多样性体验园是 COP15 生物多样

性室外展览展示项目之一，改造提

升工作已完成。

昆明植物园科普宣传主管陈

智发说，体验园占地面积约 35 亩，

包含主体温室、兰花馆、奇异植物

馆、隐花植物馆等，保存特色植物

2500余种。

“这里有中国重要的珍稀植

物，也有来自全球五大洲的代表性

植物种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园主任孙卫邦说，“扶荔宫”充分展

示了全球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别

具特色的园林景观。

被誉为“动物王国”“植物王

国”“世界花园”“物种基因库”的云

南，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截至

2020年底，全省共有各类自然保护

地 362 个，保护面积占全省面积

14.3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11.84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30.90%。

马永福说，作为中国生物多样

性最为丰富的省份和具有全球意

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 云

南在全国较早发布省级《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

年)》，出台《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

条例》，较早开展县域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查与评估研究工作，建立了

首个国家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这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就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我国保护地制度体系

逐渐完善。各类自然保护地已经

有 1.18 万个，90%的陆地生态系统

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植物种群

得到有效妥善保护，部分珍稀濒危

物种野外种群也在逐步恢复。

伊丽莎白·穆雷玛说，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上，中

国能为世界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

经验。

“中国是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

最积极、成就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段昌群说，这是一场寄托着全球希

望与未来的大会，人们期待着“中

国方案”引领绘制未来十年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蓝图。

（记者王长山、伍晓阳、庞明

广、赵珮然）

相约春城昆明 共商全球大计
——COP15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新华社记者

⇐9月12

日，山西队选

手 赵 雅 婷 在

球操比赛中，

她以 97.55 分

的 总 成 绩 获

得冠军。

当日，第

十 四 届 全 运

会 艺 术 体 操

女 子 个 人 全

能 决 赛 在 西

安举行。

新 华 社
记 者 许 雅
楠 摄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第18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东博会）13 日落

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规模扩大，国

际参与度进一步提升，签约项目总

投资额创历届之最。东

博盛会正谱写中国与东

盟携手世界前行的壮美

篇章。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

全球肆虐，中国与东盟各

国共话发展、共谋商机、

共享机遇，不断深化经贸

合作，向世界释放积极信

号。

这是为世界提供合

作平台的信号。中国与

东盟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以合作共赢的开放姿态

为各国扩展经贸合作提

供平台，越来越多企业借

助东博会寻找新商机。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

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展区，

吸引多国机构和企业参

展，包括许多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企业。

合 作 取 得 累 累 硕

果。展会期间各方共签订

合作项目179个，总投资

额3000.8亿元人民币，较

上届增长 13.7%；签约项

目聚焦实体经济，具有重

大项目多、规模大等特点。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

副总裁蔡伟才表示，作为

世界两个充满潜力的发

展市场，东盟与中国紧密

合作对世界经济的长期

稳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这是向世界展示合

作范本的信号。今年是

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

系 30 周年，从磋商伙伴

和全面对话伙伴到“面向

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

关系”，再到“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合作关系不断深化，为世界经

贸合作提供良好范本。

面对疫情大考，双方保持良好

合作势头，取得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

设 、中 国 东 盟 信 息 港 建 设 以 及

RCEP正式签署等丰硕成果，彰显

区域经济韧性与活力。

新加坡时政评论员翁德生认

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国

家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双边合作伙

伴关系稳步推进势不可

挡。印度尼西亚智库亚

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印

尼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

班邦·苏尔约诺表示，双

方互利共赢合作已成为

发展中国家间合作典范。

这是与世界共享合

作机遇的信号。中国与

东盟共同维护开放合作

环境，确保区域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稳步拓

展经贸合作。双方不断

以实际行动支持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与世

界共享发展机遇，提振全

球经济复苏信心。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

不断促进优势资源互补，

优化区域产业配置，促进

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区域

经贸往来，为区域经济发

展进一步与世界接轨提

供机遇。老挝国家工商

总会副会长塔农辛·坎拉

纳表示，在 RCEP 框架

下，双方经贸合作有助于

增强商业信心，有利于加

强区域内经济平衡发展、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新加坡副总理兼经

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表

示，东盟与中国关系蓬勃

发展，不断深化，希望双方

未来继续扩大合作领域、

加深合作内容，为全球人

民福祉贡献坚实力量。

共享经贸合作发展

机遇，共创世界经济增长

红利。中国与东盟深化

经贸合作让世界看到区

域经济合作的无限活力

与发展潜力，感受到中国

与东盟合作释放出的强

烈信号。中国与东盟将

携手世界一道，迎接更加令人期待

的未来。

（执笔记者：王嘉伟、孙一；参

与记者：赵曼君、辛睿、林凡诗、黄

庆刚、胡佳丽、宋宇、蔡蜀亚、汪奥

娜、郑世波、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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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张辛欣）工信部部长肖亚庆13日在

国新办发布会上说，自2010年以来，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1年位居

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

全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品中，

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坚实。

肖亚庆说，2012 年到2020 年，

我国工业增加值由 20.9 万亿元增

长到31.3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

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26.6万亿

元，占全球比重由 22.5%提高到近

30%。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

能手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

通信设备、高铁等一批高端品牌走

向全球。

“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

成……大国重器亮点纷呈，特高压

输变电、大型掘进装备、煤化工成

套装备、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跻身

世界前列，彰显中国制造与日俱增

的硬核实力。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产业结构

加快升级。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012

年 的 9.4%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15.1%。制造业骨干龙头企业加快

发展壮大，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

跃，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2020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

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均比

2012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

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在信息化方面，我国建成全球

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

5G 基站、终端连接数全球占比分

别超过70%和80%。网络应用从消

费向生产拓展。制造业重点领域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由 2012 年的

24.6%提高到2020年的52.1%，数字

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由48.8%提

高到73%。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步伐加快，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我 国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联合国9月12日电（记

者 王建刚）9月12日是联合国南南

合作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发表视频致辞，呼吁深化国际合

作，以有效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减

少贫困和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并避免发生气候灾难。

古特雷斯说：“新冠疫情是当

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复杂现实挑战，

它正破坏我们在社会、经济和环境

方面来之不易的成就。在这个困

难时期，事实一再证明，支撑南南

合作的团结精神对发展中国家至

关重要。”

古特雷斯表示，在整个疫情期

间，全球南方国家分享了它们的知

识和资源，以有效应对疫情并实现

从疫情中复苏。各国应努力“建设

包容和有韧性的社会，赋能妇女和

青年，依靠数字化、绿色和蓝色倡

议，发展壮大可持续金融”。

古特雷斯指出，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提

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联合国将

继续支持这些努力，包括利用好联

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3年12月，联大通过决议，

宣布从2004年起将每年的12月19

日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11

年12月22日，联大决定，从2012年

起将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的纪念日

期改为9月12日，以纪念1978年的

这一天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

合作大会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

动计划》。

古特雷斯呼吁合作应对
全球健康危机和贫困


